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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安置母毕，即便辞亲，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
　　大师开悟之后，接受诸客人的劝教，於是备足老母生活所需，
一切都安置好，辞别了母亲。还不到三十多天，就到达湖北黄梅县
东禅寺，礼拜五祖。
　　【问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
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问：「你是哪里人？到我这里来想求些什么？」惠能答：
「弟子是岭南新州的平民百姓，远道而来礼拜大师，只求作佛，不
求其他。」这是两位祖师初见面时第一番问对。只看他「远来礼师
，只求作佛」一句，能大师就活活泼泼的现在我们面前，是何等的
气象！是何等的超脱、庄严、非凡！真是人中龙凤。这是教我们学
佛求道要向最上乘著眼，而槽厂踏碓正是最下处著手，这是修无住
心、修无住行的真实样子。因此，我们不可以轻易念过，这正是菩
萨学处。反省自己，也曾经拜师、求戒、参学，欲求何物？是不是
也求作佛？若求作佛，何以心行相违？如果参学不为作佛，而为名
利五欲，此是修三恶道，而不是菩萨道。此处一定要认识清楚，辨
别明了，才不至求觉反迷、求升反堕。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能曰：人虽有
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五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如何能作佛？」岭南是中
国的边疆，文化落后。獦獠，是未开化的蛮夷少数民族，通称西南
夷者。五祖此言看来平常，其实乃是对能大师的口试，也就是入学



考试。而能大师的答案，佛性无分南北，佛性也不分文明人与野蛮
人。佛经云：「凡有心者，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
是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的意思。《大涅盘经》云：「一切众
生，悉有佛性。」《楞严经》云：「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
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五苦章句经》云：「一切壮无过
心」，世出世间最为强壮有力的无过於心，「心是怨家，常欺误人
，心取地狱，心取饿鬼，心取畜生，心取天人」，说明心造六道轮
回，「作形貌者，皆心所为」，这是讲相随心转，「能伏心为道者
，其力最多」，这两句与《金刚经》「降伏其心」的意思相同，「
吾与心斗，其劫无数。今乃得佛，独步三界，皆心所为。」这几句
话说明，成佛也是心之所为，正是「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大师
亲证如是境界，於是，六祖口试的答案得到满分。
　　【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予曰：惠
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
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这一节经文，我们又见到五祖充满了不寻常的喜悦，使我们想
起《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是「知心人乍见话
知心」。但是又恐别人嫉妒，只好差遣随众去做事务。「作务」，
就是为大众、为团体服务，这是为自己修福、为团体造福而令大众
享福，这是佛陀教育中真参实究、福慧双修、三学等运的方便妙门
，诸佛菩萨共行的大道。五祖也不例外，教六祖如是学菩萨行、修
菩萨道。
　　当六祖听到五祖差遣他随众作务时，他又说：「惠能启和尚」
，和尚是印度话，意思是亲教师，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弟子自
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就是福田。不知道和尚要我去做什么？」这
几句话，正是考试满分之后，还格外要求加分，希有！希有！直叫



五祖叫绝，欣然赞叹，也是印证，说道：「这獦獠根性太锐利了，
你不必多言，到槽厂去吧！」
　　在此番对话里，已经显示六祖大师业已功圆果满。破柴踏碓，
正是慈悲示现身教，为后学做榜样。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六祖这几句话。「弟子自心常生智慧」，这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一一境界中，皆现无量智慧、无量喜悦。孔子在《论语》中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学行圆满，理
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必於法喜充满，始得见道；於一一法生
无量喜悦，充满尽法界时，是为菩萨初入欢喜地的境界。反观我辈
，於一一法中迷惑颠倒，生无边尘劳烦恼，岂不愧对佛祖？这又是
怎么回事，何以落得如此模样？参！
　　六祖说：「不离自性，即是福田。」这两句话更不容易体会。
自心常生智慧，是慧圆满；无住生心，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是福圆
满。慧圆满是理事无碍，福圆满是事事无碍，他已经具足菩萨学行
。如是境界，我们在佛祖、孔子、颜回生活言行中，得到消息、得
到证明；方东美先生说「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也正是佛陀教学的
宗旨，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的问题，要如何才能证得「不离自性
即是福田」？我们也藉禅宗的一句话说：参！
　　【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惠能大师於是接受五祖的教诫，退到后院槽厂。有一位行者，
在寺院带发修行叫做行者，分派惠能一份破柴、踏碓舂米的工作，
就这样工作了八个多月。向下经文是五祖传法。
　　【祖一日见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
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有一天五祖到后院，见到惠能，告诉他说：「我想你的见地可
用，唯恐有坏人对你不利，所以不与你多说，知道吗？」六祖出生



在盛唐，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佛门中就存有嫉贤妒能，障碍阻挠
正法的弘传。不仅於此，佛氏内有六群比丘、提婆达多等为佛障缘
；外有恶王、外道时加阻挠，可见正法的弘扬、承传必有其时节因
缘，尤其善巧方便。若云一切顺利而无逆缘，不可能也！须知大觉
至善，顺逆皆方便，原是不二法门。孔门教学亦有类似境缘。我们
应该深省，忍辱、恒顺、随喜，完成自己的修学、弘传、继往开来
神圣使命，才是真佛弟子。佛氏盛唐尚有恶人，何况末法今时？逆
境、障难乃意中之事。能大师是一位大觉大悟者，岂会不知？他说
：「弟子也知道师父的用意，不敢在法堂前行走，避免大众生疑。
」
　　六祖大师初见五祖仅三番问对，说话不多。八个多月并未见面
，至此相见，道出「汝之见地可用」，「见地」指入佛知见，「可
用」是说一真法界的真实受用。於此可见他们之间神交默契，心心
相应，言语之间具足无尽法味。亦信此经不属文字，乃祖意佛心也
。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
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
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
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
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有一天，五祖将他的学生徒众全召集来，说：「我对你们讲，
世人生死事大。」这是大苦，奈何觉悟此事者不多。佛经说此事最
为明了，凡夫上至四空天，下至阿鼻地狱，虽然苦乐享受不同，总
不免生死轮回、流转六道。人生尤为苦短，古人说，「出息难期入
息，今朝不保来朝」，「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
免无常二字。争人争我，到底成空。夸能夸会，毕竟非实」。是又



何苦广造罪业，总落得世世酬偿、冤冤相报无有尽期。是以真正觉
悟此事者，无不急求出离，是为生死事大。
　　「你们终日只晓得修福」。莲池大师说：「今生持戒修福的出
家人，如果未能达到明心见性，念佛求生净土的信愿微弱，这种人
来世多投生在富贵人家，亦必然为富贵所迷，或至造业堕落者。」
当时有一位老僧，听了此言，不以为然！莲池大师说：「不要讲来
生，眼前我曾经见到一个出家人，他在北峰山阴结茅篷清修。十年
之后，由於信徒日多且敬仰道德，为他另建道场，请他迁往那里去
当住持，於是渐渐染了习俗，以致堕落，往年十载清修功德到现在
都失掉了。现世尚且如此，何况来生？」老僧问：「这个人是谁？
」莲池大师说：「那人正是老兄！」老僧听了默然无语。所以，出
家人要知道为众生造福，广结法缘，为当来普度众生做资粮，万万
不可以享福；一享福，总不免才觉又迷。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莲池大师说：「醉生梦死，这句话是
真实话。世人大约分作贫贱、富贵两类，贫贱的天天忙於衣食，富
贵的也天天忙著享受，二者受用虽不同，其忙则一。忙到老死而后
已。身虽然死了，心忙还没有止住，於是带著这永无休止忙碌的心
再投胎，再忙到死。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梦，纵然经历百
千大劫，也无了期。再看看诸佛菩萨，朗然独醒，大丈夫应当如是
。」
　　五祖说：「自性若迷，虽有大福报也不能救生死轮回无尽的大
苦。」这句话我们要切记！五祖说：「你们各自回去，看看自己的
智慧，看取自家本心般若之性。」「智」，照有，明了万象；「慧
」，观空，洞彻理体；「般若」是圆满永恒真智大觉，这里指亲证
诸法实相的般若智慧。五祖又说：「每一个人各作一首偈，呈上来
给我看看，如果能悟得大意，我就将衣法传给你，做为禅宗第六代



祖师。火急快去作偈，不得延迟逗留，一落到分别思量就错了，就
不中用。」这里所说的衣法，「衣」，指佛陀的袈裟，代代相传，
表示师承的凭证；「法」，唯说一心，唯传一法，就是不可说之法
，也就是本来无一物的清净心。一切众生的真心本体本来是佛，不
假修成，也没有渐次，无无明，也无无明尽。入此宗门，切须在意
。如此见得，就叫做「法」。传法是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
　　五祖说：「见性之人，言下须见。」禅宗的特色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见性就是彻底见到自心的觉性，生佛平等、万法一如、
无所不觉的真如本性。见性必须是言下就见，见性就是大彻大悟。
悟了以后，无求无得，大用无方，超凡超圣，以凡圣不二，得失同
一耳。五祖又举比喻说：「这样的人，就是正当挥刀上阵作战的紧
急关头，也能言下立刻见得。」这是比喻根性大利的人。下面一段
是神秀禅师书偈，也就是神秀应试的经过。


